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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大学 707 名在校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
分析 

张全瑁 1 李红*2 

（1.兰州大学 甘肃兰州 730100；2.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甘肃兰州 730000） 
 

摘要：目的  明确兰州大学在校生抑郁焦虑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。方法  随机分层抽取兰州大学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在校大学生共 707 人，

使用抑郁自评量表（SDS）、焦虑自评量表（SAS）展开调查。结果  兰州大学在校生抑郁、焦虑发生率分别为：29.5%、22.8%；其发病缘由

与年级、家庭和睦状况、家庭经济状况、家庭类型和父母亲文化程度等因素有关(P<O.05)。其中，保护性因素为：较高的父母文化程度；危

性险因素为：高年级、单亲家庭、家庭经济状况差、家庭不和睦等。结论 兰州大学在校生抑郁、焦虑状况发生率高。多种因素影响大学生

抑郁、焦虑的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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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高校越来越重视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，其中抑郁和焦

虑问题尤为突出。相关组织对我国青少年抑郁情况的研究也显示[1]，

大学生群体的抑郁比例相当高。此外，国家教委抽样调查 15.8 万名

大学生，结果显示，焦虑是突出的问题之一[2]。遂本课题组于 2018

年 7-8 月对兰州大学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，现将调

查结果报道如下：1 

1 对象和方法 
1.1 对象  设定人群患病率为 35%，误差允许 0.05，代入样本

量计算公式，样本量为 700 人。在兰州大学采用分层随机抽取本科
在校生 720 名展开问卷调查，时间为 2018 年 7-8 月。 

1.2 方法  由课题组专业组员向被调查者说明问卷调查目的、
方法，指导被调查者当场填写并收回。 

1.3 调查内容  主要为：性别、年级、家庭和睦情况、父母文
化程度、家庭经济状况等。 

1.4 评估工具  （1）由 20 个条目组成的抑郁自评量表（SDS），
包含 4 组特异性症状：精神性情感症状、精神运动性障碍、躯体性
障碍、抑郁心理障碍。每条目采用 4 级评分，获得抑郁指数，划分
抑郁程度：无抑郁、0-<0.50；轻度抑郁、0.50-0.60；中度抑郁、

0.60-0.70；重度抑郁、0.70-1.0。(2)由 20 个项目组成的焦虑自评量
表(SAS)，预示 20 种焦虑症状，采用 4 级评分，评定当前或过去 1
周焦虑程度。20 个条目总分与 1.25 相乘之后得到标准分，划分焦
虑等级。其中无、轻度、中度、重度焦虑的分值区间分别为：＜50
分、50-60 分、60-70 分、>70 分。 

1.5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PSS16.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，计数资料
以频数和率表示，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组间差异；以是否有抑郁或焦
虑作为因变量分别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可能影响抑郁或焦虑的
因素进行分析，以 P<0.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 
2 结果 

2.1 一般临床资料   
共获得有效问卷 707 份，707 名大学生中，有抑郁表现的 209

名，发生率为 29.5%，其中轻度 106 名（50.82%），中度 58 名（27.9%）,
重度 44 名（21.28%）；有焦虑表现的 161 名（22.8%），其中轻度
97 名(60.21%)，中度 46 名(28.56%)，重度 18 名(11.23%)。 

2.2 影响大学生抑郁、焦虑的因素分析   
分析表 1 得知，年级、家庭类型、家庭经济状况、家庭和睦情

况、父母亲文化程度对大学生焦虑、抑郁的产生有影响(P<0.05)； 

表 1 单因素对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影响 

因素  人数 n 抑郁 n X2 P 焦虑 n X2 P 

    5.332 0.156  0.892 0.965 
男 368 99（27%）   92（25%）   

性别 
女 339 124（36.5%）   89（26.3%）   

    7.925 0.236  29.277 0.000 
大一 231 69（29.8%）   53（23.1%）   
大二 185 50（26.8%）   27（14.6%）   
大三 102 33（32.5%）   30（29.6%）   

年级 

大四 189 81（43%）   86（45.3%）   
    8.568 0.366  0.879 0.568 

理工类 196 69（35.2%）   54（27.8%）   
文史类 282 61（21.8%）   65（23.1%）   
经管类 131 47（35.9%）   30（22.8%）   

专业 

艺体类 98 19（19.3%）   21（21.5%）   
    6.355 0.344  0.522 0.826 

农村 314 120（38.1%）   81（25.8%）   
户口类型 

城镇 393 101（25.8%）   90（22.9%）   
    15.655 0.000  19.688 0.000 

完整 674 181（26.8%）   147（21.8%）   
家庭类型 

单亲 33 27（81%）   24（72.9%）   
    60.208 0.000  141.066 0.000 

较好 546 122（22.4%）   49（8.9%）   家庭经济状
况 差 161 112（69.6%）   120（74.7%）   

    14.085 0.000  10.709 0.000 



 

病例讨论 

 131 

医学研究 

初中及以下 368 117（31.9%）   42（11.3%）   
高中 203 58（28.4%）   21（10.2%）   父亲文化 

大专及以上 136 34（25.0%）   10（7.0%）   
    12.875 0.000  14.634 0.000 

初中及以下 421 127（30.1%）   52（12.4%）   
高中 198 52（26.3%）   17（8.8%）   母亲文化 
大专及以上 88 22（24.6%）   54（6.1%）   

    0.515 0.843  0.253 0.615 
是 223 64（28.9%）   59（26.5%）   

谈恋爱 
否 484 155（32.0%）   116（23.9%）   

    17.852 0.000  36.722 0.000 
和睦 591 159（26.9%）   111（18.8%）   家庭和睦情

况 不和睦 116 61（52.8%）   63（54.7%）   

2.3 影响大学生抑郁、焦虑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  
从表 2、表 3 得知，影响大学生抑郁、交流的多因素 Logistic

回归模型中，导致抑郁、焦虑产生的危险性因素都为：家庭不和睦、

家庭经济状况差、单亲家庭、高年级，而保护性因素则都是较高的
父母文化程度(P<0.05)； 

表 2 影响大学生抑郁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 

变量 估值 SX X2 Sig OR 95%CI 

父母亲文化高 -0.893 0.426 9.22 0.002 0.385 0.207-0.688 
家庭不和睦 0.818 0.368 4.212 0.039 3.033 1.031-4.563 
家庭经济差 1.821 0.408 27.652 0.000 7.112 3.522-10.958 

高年级 5.552 0.865 20.263 0.000 41.012 7.255-149.538 
单亲家庭 2.738 0.921 8.066 0.0018 7.228 1.552-26.086 

表 3 影响大学生焦虑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 

变量 估值 SX X2 Sig OR 95%CI 

父母亲文化高 -1.746 0.606 11.635 0.001 0.207 0.072-0.468 
家庭不和睦 3.145 0.703 15.233 0.000 9.058 3.077-24.419 
家庭经济差 4.145 0.512 55.910 0.000 37.215 15.867-97.89 

高年级 3.612 0.901 17.421 0.000 29.011 6.083-156.383 
单亲家庭 3.128 0.903 8119 0.0002 10.56 2.145-48.043 

3 讨论 
抑郁症[3]，即抑郁障碍，主要的临床表现为持久又显著的心情

低落；焦虑症，即焦虑性神经症，属于神经症常见疾病，主要临床
特征为焦虑情绪体验[4]，这两种症状都属于复合型负性情绪，会损
害人的身心健康。大量研究报道[5]，我国高校学生焦虑和抑郁已普
遍存在，焦虑人数逐年提升，本研究基于抑郁焦虑自评表可以得知
兰州大学焦虑、抑郁发生率分别为 22.8%、29.5%，高于参考文献
平均水平[6]。 

调查显示，大四学生由于课业繁重、面临考研、实习、就业等
重要抉择，心理压力普遍较大，抑郁焦虑发生率要高；单亲家庭大
学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顾相对于完整家庭要少，抑郁焦虑发生率
高；家庭情况相对较差的学生抑郁焦虑发生率明显要高，现在的大
学生各种生活必需品较以前明显增多，手机、笔记本电脑等价格较
高的物品无形给很多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，同时也给
学生形成心理压力[7]，导致其产生自卑心理。父母具有较高文化程
度的家庭，对于子女可以采取自由、尊重的家教方式[8]，故而抑郁
焦虑相对较少。 

总之，通过调查可以得知当前大学生心理状况程度令人担忧，
抑郁焦虑心理过高[9]。对于存在抑郁焦虑情绪的大学生而言，可以
采用体育锻炼、旅游等积极的社交方式缓解症状；而大学也应该采
取有效措施，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；除此之外，建议大学心
理健康管理科在新生入学体检时增加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试，以初步
明确新生心理健康情况。同时应该设立大学生心理治疗室，治疗室
应与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相结合，提高学生心理健康自查意识，重
视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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